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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人文化成、災傷療癒與區域連結」特色重點── 

１００學年度第一學期 

尋找人社院的「關鍵詞」教師社群活動： 

第二場次「空間的密碼：形勢、邊陲、勝境」 

活動日期：100年11月23日（三）中午12時 
活動地點：壽豐校區人社一館A207會議室 
主持人：吳冠宏教授 
受邀引言人： 
    賴芳伶教授（後山文學） 
    郭強生教授（空間與文學） 
    張瓊文教授（區域研究） 
    田畠真弓教授（地區發展） 

活動摘記： 

如果「區域連結」對於身處於花蓮的我們是極度重要的議題，那麼探討東部、

花蓮、壽豐的區域形勢便成為我們所應關心的核心課題。也許從政治與經濟的角

度來看，我們位於所謂的「邊陲」，那麼能否成為新興的核心地區將有待我們一

起來思考與開創。然而如果從親近自然與閒適樂活的視野來看，花東地區則又並

非「邊陲」，反而是充滿希望的存在「勝境」，客觀的形勢有優劣之別，那麼如何

走出「邊陲」以活出「勝境」？也就值得讓大家透過不同的視角，一起來發現空

間的密碼。 

●賴芳伶教授：後山文學 

賴教授懇切地說：「山海花蓮揭開了也豐富了我生命的下半生，讓我感到人

生沒有虛度，也使我完成了許多人生的重要著作。」賴教授認為花蓮的美好使她

了解到空間遼闊與空白平淡能對於生命帶來什麼正面的影響，那是一種有無相生

的韻律，更是一種人生態度的重新敞開。而在花蓮深根後的賴教授，也同時能帶

著這份心情重新看待老家台北、關懷台北，進而再次發覺以及品味台北的另一種

美好。 

在講演的最後，賴教授透過其在花蓮與東華的攝影寫真，用以分享其生活於

花蓮自然人文景物的生命體驗與空間關懷。在分享的過程中，賴教授一方面解說

著相片中的景物，另一方面也不斷地分享著攝影當下的感動，就如同那幅只是在

海岸山脈路旁的一片樹影，賴教授覺得此時此地的美必須在自己的生命中留下印

記，於是自然而然地將此處的影像留下，期望能將這份美好永存於心中，因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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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命中一種短暫且又美麗的巧合，更是一種樂活於花蓮人文與自然山水中的生

命感動。 

●郭強生教授：空間與文學 

郭教授首先談到了其多年來執行「空間與文學」計畫的原初契機，而此似乎

也同時是一種新的生命契機，因為對於當時才留學歸國而又執教於陌生花蓮的郭

教授來說，花蓮是幾乎一個全新的生活空間，而有待於郭教授以全新的視野來看

待與感受，因此郭教授試著以其「文學」的專長來認識與體驗花蓮這個全新的「空

間」。 

然而，郭教授指出原本我們總覺得所謂的「空間」必然有一個絕對的客觀定

位，例如我們常說花蓮是後山，但郭教授認為所謂的「空間」卻未必一定要有一

個固定的位置，進而所謂學術研究的領域也是、創作的領域也是，也因此甚至整

體的人生也是如此！ 

郭教授認為所謂的「空間」是每個人自我生命體驗的所在。因此當我們將自

己的生命投入花蓮生活以後，則花蓮這個「空間」已然成為我們生命中的某種內

在空間，花蓮已蘊含我們過去在此之中所經歷的種種情感，那麼花蓮似乎已不再

具備某種客觀的定位，具體來說，花蓮早已成為某種活生生的「生命空間」。 

●張瓊文教授：區域研究 

潘教授試圖從地理學的面向來思考花蓮所具備的區域性格，探索可以用什麼

新的角度來發覺花蓮所隱藏的新區域性格。然而無論從絕對位置與相對位置，或

者從關懷地方特殊性……等面向來探討，花蓮似乎可能是某一種「邊陲」，但也

同時可能得以成為某一種「勝境」。 

從地形對外阻絕的空間角度來說，花蓮是「邊陲」，甚至從花蓮地區的內部

情況來說，它也內含許多獨立而封閉的聚落。而另一方面，從漢文化發展的歷史

視角來看，花蓮也被視為所謂有待進一步教化的蠻荒「後山」。因此無論從空間

方位、時間序列，甚至是價值序位來說，花蓮似乎都處於所謂的「邊陲」。 

然而，從自然優位來說，「後山日先照」，花蓮具有其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另

一方面，近日「後山識覺」的概念產生，基於作家們的浪漫情懷以及知識份子的

環保意識，花蓮已然深富「淨土意識」，因此作為「勝境」，花蓮自然當之無愧！

但張教授卻憂心這些論點似乎總是出自於所謂的「外來言說」，而我們卻往往忽

視了本土的「在地言說」以及「在地實踐」了！ 

最後，張教授指出要有效的看待一個區域，應透過一個良好的視角與尺度，

如果要成功的重新發掘花蓮地區所具備的區域性格，也許不容忽視全球體系與花

蓮地區互動的隱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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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畠真弓教授：地區發展 

田畠教授以「邊陲與核心：探索地區發展的依賴管理」訂為其講題。田畠教

授以政治學與經濟學作為背景，致力於關注「核心地區」與「邊陲地區」的權力

互動關係，具體而言，「如何從「邊陲」位置反攻而成為新興的「核心」位置？」

一直是田畠教授所思考的重要問題。 

據田畠教授的觀察，受到現今資本主義過度發展的衝擊，全球經濟發展普遍

有其下滑趨勢，但也因此所謂「核心國家」與「邊陲國家」之間所具有的權力關

係已有所轉變，過去的「核心國家」的核心地位已不再穩固，而「邊陲國家」的

邊陲地位也悄悄上漲，換言之，全球的平等競爭性已逐漸上升，那麼所進一步影

響的，即是經濟發展取向的多元性與複雜性。 

過去的經濟學理論往往預設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運作大多趨向類似的成長

步驟，但現今已趨向多元性發展的經濟體系，使得「依賴管理」的觀念格外重要，

也就是說「邊陲地區」開始尋求多元而不同的發展策略，進而與「核心地區」建

立新的依賴關係。因此花蓮地區的發展也需要建立多元特色以及多樣專長來予以

對應，如此才可能再次推動台灣產業發展的另一種成功模式。 

●開放所有與會來賓交流討論 

陳毅峰教授認為花蓮如果要達成所謂「淨土」與「勝境」的地理想像，還有

待各方面的思考合作，甚至有賴於各個相關領域學科的整合研究，期望大家共同

努力！ 

石忠山教授提出此次關於「空間形勢」的探討，也直接與第三次座談「倫理

的密碼」所要探討的議題緊密結合，期望本次所討論的各項內容得以在下一次的

座談中持續進行。 

●吳冠宏教授結語 

吳教授指出四位引言人的順序正好是由虛到實，從美感的抒發，進而是學術

理論的探討，最後則是具體實務的發展與運作。吳教授最後試圖藉由陳黎先生的

詩句：「每一條街是一條口香糖，反覆咀嚼，但不要一次吃光。」作為結語，期

待這次的座談得以開啟各種更多元、更有趣的討論與啟發。 


